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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35400.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征求《《《《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征求征求征求征求

意见稿意见稿意见稿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意见的公告意见的公告意见的公告(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231231231231 号号号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提

出的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相关要求，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委起草

了《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请将修改意见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反馈至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化妆品注

册管理司）。 

 

  联 系 人：许峰 

  电子邮箱：hxypc@cfda.gov.cn 

 

  特此公告。 

 

  附件：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 年 11 月 18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现就开

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必要性。仿制药是我国药品生产供应的主体，在

满足医疗需求、保障药品可及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与原研药一致

性评价工作，对提升我国制药行业整体水平，促进医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医药产

业国际竞争能力，满足公众用药需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明确评价对象和时限。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凡没有按照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的原则审批的，均需按照上述原则开展一致性评价。对 2007 年 10 月 1 日前批准的国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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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目录（2012 年版）中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应在 2018 年底之前完成一致性评价，

届时没有通过评价的，注销药品批准文号。 

  对 2007 年以前批准上市的其他仿制药品和 2007 年以后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品，自首家品种

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生产企业的相同品种在 3 年内仍未通过评价的，注销药品批准文号。 

  三、确定参比制剂遴选原则。参比制剂首选原研药品，也可以选用国际公认的同种药物。

药品生产企业自行选择的参比制剂，需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备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规定期

限内未提出异议的，企业即可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同品种企业提出参比制剂

的选择意见，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审核确定后发布。凡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参比制剂的品种，

该品种生产企业原则上应当在国家发布的目录中选择参比制剂。 

  四、合理选用研究方法。原则上企业应采用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方法进行评价，允许企

业采取体外溶出度试验的方法进行评价。采用体外溶出度试验方法进行评价的品种，以后还应

当采取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方法进行后续评价。开展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时，企业应根据仿

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对无参比制剂的，企业需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临床有

效性试验。 

  五、落实企业药品一致性评价的主体责任。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主体是药品生

产企业。企业完成一致性评价后，可将评价结果及调整处方、工艺的资料一并向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提交相关药品注册补充申请。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已在欧盟、美国获准上市的仿制药，可以

国外注册申报的相关资料为基础，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28 号）申报药品上市，批准上市后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六、加强对一致性评价工作的管理。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的相关指导原则，加强对企业评价工作的技术指导；组织专家审核企业报送的参比制剂资料，

分期分批公布经审核确定的参比制剂目录，建立我国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集；设立统一的审评

通道，一并审评企业提交的一致性评价资料和药品注册补充申请。对企业自行购买尚未在国内

上市的参比制剂，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批准一次性进口，供一致性评价研究使用。 

  七、鼓励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由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向社会

公布。企业可在药品说明书、标签中予以标示体内评价和体外评价的标识；企业可以申报作为

该品种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生产，并承担上市后的相关法律责任。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社保部门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并在临床

中优先选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企业的技术改造给予支持。 

  同一品种达到 3 家以上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在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评价的品

种。 

  八、加强组织指导。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一致性评价工作，组织药

品生产企业积极参与，科学规范地开展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递交相关资

料。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共同推动药品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 


